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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新杨组培苗移栽试验初报 

吴立秋 ，毛若智 ，史绍林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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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通过对绿化树种山新杨组培苗炼苗及移栽的试验研究，提出炼苗的时间、温度、湿度等关键技术，移栽时的 

基质比例为：蛭石+草炭土+珍珠岩为5：3：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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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ransplant Technique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of Populus davidiana×bolleana 

— qiu ，MAO Ruo-zhi ，SHI Shao—lin 

(1．Hegang Forestry Technical Shool，Heilon~iang Pmv．，Hegang 154101，Heilongjiang，China； 

2．Academy of Forest and Environment of Heilongjiang Pmv．) 

Abstract：Through the experiments of hardened plantlets 0f culture seedling of Populus davidiana×bo／／eana ，the time， 

temperature．humidity of hardened plantlets were proposed．The optimal medium for transplant is vermiculite+rotten mos— 

ses+perlite(5：3：2)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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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新杨(Popul~davidiana×bolleana)是黑龙江 

省防护林研究所于2O世纪 7O年代选育出的优 良品 

种。该树种树干通直，速生、抗寒、耐干旱。树姿秀 

丽，但由于生根难、扦插繁殖困难，所以多年来一直 

没有得到推广，近年来虽然嫁接能够较好地解决繁 

殖问题，但繁殖速度慢、成本高，也不利于大面积推 

广，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山新杨苗木的推广速度，我 

们于 1999年开展了针对山新杨的组培快繁技术，目 

前，已对山新杨的组培苗培育、扩繁及生根移栽全过 

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，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快繁工 

艺，经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，2002年 5月开始在大 

庆市林木种苗组培中心进行山新杨组培苗工厂化生 

产试验，旨在探索山新杨工厂化育苗技术，为东北地 

区的城乡环境建设提供优质的绿化苗木。本文对山 

新杨组培苗炼苗及移栽技术进行了试验，以便进一 

步提高山新杨组培快繁工艺水平。 

l 供试材料与研究方法 

1．1 供试材料 

原材料选用生长健壮、根系长约 1～1．5 cm的 

山新杨组培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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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2 试验方法 

1．2．1 栽培基质的配制与灭菌 栽培基质采用蛭 

石、草炭土、珍珠岩按如下7个体积比例进行，4次 

重复试验。即：①蛭石：草炭土：珍珠岩 =1：1：1；② 

蛭石：草炭土：珍珠岩=2：1：1；③蛭石：草炭土：珍珠 

岩=2：1：1(每周浇一次营养液，直到40 d)；④ 

蛭石：草炭土：珍珠岩=1：2：1；⑤蛭石：草炭土：珍珠 

岩=1：4：1；⑥蛭石：草炭土：珍珠岩=6：3：1；⑦蛭石 

：草炭土：珍珠岩=5：3：2。移栽前用 500～800倍液 

五氯硝基苯或多菌灵灭菌，24～48 h后装人用5700 

高锰酸钾溶液淋溶清洗育苗盘，备用。 

1．2．2 移苗前的准备 将培养瓶移到驯化室适应 

2～3 d，驯化室温度控制在 I8～23℃，湿度控制在 

70％ ～80％，2 d后把瓶口打开进行炼苗，这一过程 

又称瓶炼，控制室内温度不变，湿度保持在 85％ ～ 

95％。为了防止嫩叶萎蔫及预防杂菌侵染，可向瓶 

内及叶面喷少量的百菌清200～500倍药液，在炼苗 

期间严禁太阳光直射。炼苗一方面是为了叶片增加 

角质层、表皮毛及其他保护组织；另一方面是使茎的 

维管束与从愈伤组织长出的根的维管束相连，同时 

提高抗病能力，所以炼苗是组培苗移栽过程中不可 

忽视的步骤。 

1．2．3 组培苗移栽 用镊子将组培苗从培养瓶中 

小心取出，用2O℃左右的清水洗净苗根上黏附的培 

养基，然后在百菌清 500倍药液中浸 1～2 min，栽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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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备好的育苗盘中，移栽时注意尽量使根系舒展，栽 

后用1／4MS大量元素的营养液浇透，一是供应苗木 

生长所需的水分，更重要的是使苗根与基质紧密结 

合，有利于苗木成活。 

1．2．4 移栽苗管理 将移栽完浸透水的苗盘移人 

到驯化室内进行炼苗和新生根培养，(这一过程又 

称盘炼)。驯化室盘炼的关键是加强水分、温度、光 

照、空气、营养基质等的管理。试验表明，在诸多因 

素中，水分起着主导作用，充足的水分除根部吸收 

外，还使环境处于高湿度，使叶面水势处于正常的生 

理状态，使幼苗内的细胞分裂、气孔运动、酶促反应 

和光合作用等生命活动能正常运行。另外，高湿度 

使叶面吸收的水分与蒸腾达到平衡，不会因为失水 

而枯萎。但水分过多会造成基质透气性不良，空气 

交换不畅使根部细菌大量繁殖从而引起腐烂死亡； 

温度影响着移栽苗的细胞分裂、光合、呼吸、蒸腾和 

其他生命活动，从而影响幼苗的生存；光是植物光合 

作用的能源，充足的光照能使幼苗进行光合作用，不 

仅能合成碳水化合物，还能合成生长素、维生素等辅 

助物质；空气因子中，随基质含氧量的增加，生根率 

提高，当氧气浓度低于5％时根部腐烂枯死，空气中 

二氧化碳含量的高低，则影响地上部分光合效率。 

本试验通过空调控温、加湿器控湿、换气扇定时交换 

空气已达到移栽苗生长的最佳环境条件。试验表 

明，驯化室内移栽组培苗在栽后前3～5 d白天温度 

控制在(22±1)℃，晚间控制在(19±1)℃，湿度控 

制在90％以上为最佳条件；5～10 d温度控制在(24 

±1)℃，湿度控制在 80％ 一90％；10 d以后温度控 

制在(24±1)℃，湿度控制在 70％ ～80％；每天光 

照13 h为最佳。为预防病菌侵染，每周用1 000倍 

多菌灵进行室内喷雾灭菌 1～2次。 

1．2．5 环境因子及移栽苗生长状况观测 每个处 

理随机选取210株组培苗分4个重复进行观测，每 

隔 10 d观测测定苗高和成活率，连续观测 40 d。 

2 试验结果及分析 

本试验设计的7种不同体积比的处理连续观测 

40 d，观测结果见表 1。从表 1中可以看出，在处理 

1、4、5中虽然草炭土营养丰富，但由于基质黏重，影 

响了基质的通气、透水性，限制了根系的发育，成活 

率较低；而处理 7既具有苗木生长的通透条件，又具 

有苗木生长所需养分，所以从移栽开始到栽后 40 d 

生长量增加显著，成活率也明显高；处理2、3、6由于 

基质疏松移栽10 d内生长较好，而在后期由于营养 

缺乏影响生长量与成活率。 

表1 不同栽培基质组培苗生长情况 

3 结论 

3．1 组培苗移栽前开瓶口锻炼特别重要，在一定的 

时间内，炼苗时间越长，移栽后成活率越高，山新杨 

组培苗瓶炼时间一般为 2～3 d为好。 

3．2 从移栽后组培苗成活率来看，移栽后前 10 d 

的管理特别重要，是苗木成活的关键。在诸多环境 

因子中水分因子与温度因子最为重要，而前者是重 

中之重。 

3．3 在山新杨的组培苗移栽试验中，蛭石：草炭土： 

珍珠岩为5：3：2的基质比例为最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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